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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前　言

《大家风采》是一套内容丰富、规模庞大的文库。为什么要

特别出版这样一套图书呢？只要看看当前市面上的书刊内容，

我们便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如果您是一位学校校长，您的学生陷入了“追星族”“发烧

友”的狂热之中，而您又想改变学生的兴趣与注意力，使学生树

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那么您一定想选择几本具有正确价

值取向、能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课外读物。这时候，您也许会感

到失望和沮丧，您会发现真正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类图书实在

少之又少。

在社会上的各类人群中，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总

是最受尊敬的人群。他们的力量最大，能改变人们的观念，改变

生产生活方式，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；他们的奉献精神最强，是

他们把知识与智慧酿造成甘霖，洒向全世界，造福民生。他们对

人类对社会的贡献总是巨大的，是引导当今青少年树立正确人



生观、价值观的楷模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大

家风采》丛书。

全套图书从１８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中具有代表性

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。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

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……，他们的名字已被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

史上，有兴趣阅读此套丛书的青少年，一定能从中获取力量，获

取智慧，获取豪情，获取对未来的新向往；惟有这一点，才是我们

编写这套丛书的共同愿望。

编　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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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世界上卓越的２７位教育家

孔子

孔　子

姓　名：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。
出生地：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东南）
生卒年：公元前５５１年－公元前４７９年

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　　

　　孔子是一个学者，一个教师，一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正

直社会活动家。承认这些并不会让孔子的思想趋于黯淡，反

而找到了他的定位。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学者，教育

家。他是第一个系统的整理了周朝以来朝廷与民间的礼制文

化精华的学者，是中国历史开拓性的人物。第一次把教师作

为一个伟大的职业区分于“神职”或者“官职”，这一点西方的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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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等人皆没有做到，因为他们不是学者，而是神职或者官

职。他同时也是第一次把“正直”与“仁爱”这些文明社会构成

的基础思想系统化的人。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

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这是孔子

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．

↓
相关链接

　　打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，将以前学在官府，文化知识是贵

族们的专利的现象，移植到民间。他首先提出“有教无类”的方针，不分贫

贱富贵，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。后采用“因材施教”和启发式的方法，培养

学生的“学而时习之”，“温故而知新”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“知

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，“不耻下问”……等风范。更

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，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，如严父般地导以正

道，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，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。如子羔之愚，曾参之鲁，

子张之偏激，子路之粗鄙……均成大器。

孔子３岁丧父，随母亲颜怔在移居阙里，并受其教。孔子

幼年，“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”。少时家境贫寒，１５岁

２



　　　　世界上卓越的２７位教育家

立志于学。及长，做过管理仓库的“委吏”和管理牛羊的“乘

田”。他虚心好学，学无常师，相传曾问礼于老聃，学乐于苌

弘，学琴于师襄。３０岁时，已博学多才，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

一位学者，并在阙里收徒授业，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。其思想

核心是“仁”，“仁”即“爱人”。他把“仁”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

的，使“仁”和“礼”相互为用。主张统治者对人民“道之以德，

齐之以礼”，从而再现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西周盛世，进而

实现他一心向往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孔子雕像

孔子３５岁时，因鲁国内

乱而奔齐。为了接近齐景公，

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。

次年，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

事，孔子说：“君要像君，臣要

像臣，父要像父，子要像子。”

景公极为赞赏，欲起用孔子，

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，于是作

罢。欲起用不久返鲁，继续钻

研学问，培养弟子。５１岁时，

任鲁国中都宰（今汶上西地方

官）。由于为政有方，“一年，四方皆则之”５２岁时由中都宰提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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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为鲁国司空、大司寇。鲁定公十年（公元前５００年），鲁、齐

夹谷之会，孔子提出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

备”。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，孔子以礼斥责景公，保全了国

格，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，并将郓、龟阴三地归还鲁国。

孔子５４岁时，受季桓子委托，摄行相事。他为了提高国君的

权威，提出“堕三都”、抑三桓（鲁三家大夫）的主张，结果遭到

三家大夫的反对，未能成功。５５岁时，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

所赠的文马美女，终日迷恋声色。孔子则大失所望，遂弃官离

鲁，带领弟子周游列国，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，此间“干七十余

君”，终无所遇。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４８４年），鲁国季康子

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，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。

孔子回到鲁国，虽被尊为“国老”，但仍不得重用。他也不

再求仕，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。一生培

养弟子三千余人，身通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者七十二

人。在教学实践中，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，如因材施教、学

思并重、举一反三、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、诲人不

倦的教学精神，及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和“不耻下问”的

学习态度，为后人所称道。他先后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订《礼》、

《乐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。老而喜

《易》，曾达到“韦编三绝”的程度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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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９岁时，独子孔鲤去世。７１岁时，得意门生颜回病卒。

孔子悲痛至极，哀叹道：“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这一年，有人在鲁

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，不久死去。他认为象征仁慈

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，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，便停止了

《春秋》一书的编撰。７２岁时，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

难，哀痛不已。次年（公元前４７９年）夏历二月，孔子寝疾７

日，赍志而殁。

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《论

语》一书，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。

———传世佳言———

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

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

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

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下信乎？传不习乎？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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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

墨　子

姓　名：墨子
出生地：鲁国
生卒年：约公元前４６８年－公元前３７６年

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　　

　　墨子是战国初期思想家、政治家、藏书家。墨家学派的创

始人。

墨子平民出身，是小工业者。他精通手工技艺，可与当时

的巧匠鲁班想比。他自称是“鄙人”，被人称为“布衣之士”和

“贱人”。汉朝的王充甚至说，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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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墨子曾做宋国大夫，自诩说“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

难”，是一个同情“农与工肆之人”的士人。墨子曾经从师于儒

者，学习孔子之术，称道尧舜大禹，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

儒家典籍。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，最终舍

掉了儒学，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。

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，墨家是先秦

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，并列“显学”。

墨　子

墨家同时也是一个

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

律的团体，最高的领袖被

称为“巨子”，墨家的成员

都称为“墨者”，必须服从

巨子的领导，听从指挥，

可以“赴汤蹈火，死不旋

踵”，意思是说至死也不

后转脚跟后退。

墨子的思想共有十

项主张：兼爱、非攻、尚

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天志、明鬼、非命，其中以兼爱为核

心，以节用、尚贤为基本点。
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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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宣传自己的主张，墨子广收门徒，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

百人之多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。墨子的行迹很广，东

到齐，西到郑、卫，南到楚、越。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，成功地

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。

墨子博学多才，擅长工巧和制作，他曾制成“木鸢”，据说

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。他还擅长守城技术，其弟子

将他的经验总结成《城守》二十一篇。

↓
相关链接

　　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

二重性，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，

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。墨子作

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，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墨子在上说下教

中，言行颇多，但无亲笔著作。今存《墨子》一书中的《尚贤》、《尚同》、《兼

爱》、《非攻》、《节用》、《节葬》、《天志》、《明鬼》、《非乐》、《非命》等篇，都是其

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。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。

墨子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，成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

的渊源之一。墨子的事迹，在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

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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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中有所体现，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

家弟子所编写的《墨子》一书中。

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，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

一篇，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，现在所传的《道藏》本共五十三

篇，原来都写墨翟著，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

述资料，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。按内容，《墨子》

一书可分五组：从《亲士》到《三辩》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，其中

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，应当是墨子早年“习儒者之业，受

孔子之术”的痕迹；后四篇主要是尚贤、尚同、天志、节用、非乐

等理论。从《尚贤上》到《非儒下》二十四篇为一组，系统地反

映出墨子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、

“非乐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十大命题，是《墨子》一书的主

———传世佳言———

天子为善，天能赏之；天子为暴，天能罚之。———（《墨子·天志
中》）

不党（庇护）父兄，不偏（袒）富贵，不嬖（宠爱）颜色（女色），贤者举
而上之。———（《墨子·尚贤上》）

体部分，《经》上、下，《经说》上、下及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六篇，专说

名辩和物理、光学等内容，前人因其称“经”，定为墨翟自著，实

际是后期墨家作品，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

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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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珍贵资料。《耕柱》至《公输》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，体例与

《论语》相近，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，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

手资料。《备城门》以下到末二十篇（含已佚九篇），专讲守城

技巧与城防制度，其制度与秦相近，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

作，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。

《墨子》内容广博，包括了政治、军事、哲学、伦理、逻辑、科

技等方面，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。西晋鲁胜、乐壹

都为《墨子》一书作过注释，可惜已经散失。现在的通行本有

孙诒让的《墨子闲诂》，以及《诸子集成》所收录的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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